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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看
2、对于那些有数学恐惧症的人，这本书很合适。能了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虽然很浅显，但是不枯
燥。
3、相当装逼的一本书。作者活在电影里，戏真多。
4、对于文科生来讲，除了个别章节，大部分都做到了深入浅出，生动易读，基本涵盖了全部基础理
论，值得推荐给所有人的统计学入门书
5、很基础的一本入门书，建议学过高数的就没必要看了。这本应该算是高中向大学的一本基础读物
了
6、比较浅  有启发吧 又被图书馆扣钱了==
7、学习统计学的兴趣入门书，抛弃繁杂的公式计算，但将基本的概念讲的由浅入深，栩栩如生。喜
欢。力荐。
当然，不可原谅的是，重印这么多次，书中的错误应该纠正。
这对初学者，是个伤害。
8、作者着重介绍了统计学的一些基础现象，并详细介绍了线性和回归分析这两个概念，值得对统计
学不熟悉的小白阅读，例如我。
9、作者讲的例子真的超级容易明白:)
10、2016-15 对刚刚上过四节稀里糊涂统计运筹学的我来说，刚刚好。
11、这个有点入门啊
12、深入浅出，比较简单，但是例子都很好，比如那个三个门抽奖的节目
13、好书、从三门问题到正太分布等等讲的深入浅出
14、翻译的很不错，书的内容也不错。通过例子解读各种统计术语，适合高中生理解统计学术语。
163页图9-3应该是n＝20。
164页标准误差公式应该是SE＝s/√n。
15、理性与感性的不完美融合~
16、作者虽然只字不提，但是始终在强调结果检验。良心读物，力荐！
17、信息时代，统计学日益重要。该书就统计学的基础原理和概念做了一番深入浅出的介绍，值得一
看，也有利于提高辩证能力。
18、浅显易懂，有很多案例，在其中融合了一些统计学的思维方式，适合小白科普阅读
19、美国人写这类畅销型的普及读物，实在是厉害。
20、浅显易懂，通俗幽默，适合入门，还需再学。
21、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有些案例非常有趣。
22、通俗易懂，对于入门来说很有帮助，希望以后在统计学上多下功夫
23、挺好的有机会可以再读一遍⋯
24、大学统计课的案例版→统计就是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万事万物到最后好像都是这样～
25、统计学有力量也有局限，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学或从事具体的数据分析工作，重点是在数据面前应
有的合理心态，就像作者说的，数学并不能代替判断。
26、很有趣也很有料的一本科普入门书，作者的逻辑，思路真是比国内很多教科书好太多了，唉。。
。
27、数据的陷阱无处不在，前面几章都是高中数学的内容，但是看这个比干做题有意思。译者不
看NFL也可以查一下嘛，涉及橄榄球的误翻很多导致我对其他一些不了解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信任度很
低。
28、通俗易懂，要是大学的时候读了此书，就不会把统计学当成数学学了。样本的准确度很重要，而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本能假设了样本的准确性。
29、很基础，适合没有学过的人
30、统计学的看过就忘型科普读物。
31、优秀的通俗读物。假设检验那一段看得我热泪盈眶，当年做了好多错题都没弄清公式背后的意义
。不过副标题起得不好，这是讲基础统计思想的，和眼下正热的大数据无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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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确实是好书，我以前想写的书的一部分已经被人写掉了。
33、很好看的统计学科普，帮我这个学渣理清了大学时稀里糊涂及格的数学课~书里面的例子还是很
新的，还有奥巴马政府。。作者很幽默，要是所有教科书都这么有意思就好啦
34、作者贱贱的，挺好玩，有时候会义正严辞地说着一个观点，然后在下一段中马上推翻。本来想给5
星的，但看别人的评论发现有些数字错误不是电子书导致的，而是实体书就错了。至于作者和中信谁
背这个锅我就不管了。不值5星也值4.5了
35、一般吧，后面挺啰嗦的。
36、语言风趣幽默，感觉我又简单地把社会统计学复习了一遍。
37、科普用的
38、不清楚为啥评分这么高~~~
39、案例很多 能快速回忆起三年前学的的知识 
40、8.5/10，用通俗而流畅的语言讲清楚了统计学的关键知识点、应用方法及常见误区。
41、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幽默和风趣
42、让统计学不再枯燥
43、挺有意思，案例多，生动有趣，就是公式少了点
44、非常简单的统计学，能够让人对统计学比较清楚的明白，不需要太多基础知识
45、好书，上学时学的统计学知识被激活。
46、信息泛滥年代，如何处理才是最大难题。
47、统计学、经济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涉猎一些的知识，很难说上，他会让我们多富有多睿智，他
们确实可以让我们改变原来固有的看待世界的角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看这个世界。
48、感觉像看科普书一样⋯16%m   2周左右读完的，书中重点写中心极限定理以及其衍生出的理论，
分析的十分透彻，重思想而非公式定理，包括常见的统计陷阱，调研阶段、分析维度等。一开始觉得
像科普书，看着完，有了《从数据到结论》的比对才发现本书写的深刻。
49、额，废话有点多，给没学过概率论与统计的人看看还行
50、具体教我如何应用数据，详细而且为门外汉提供了实际工具，结合精益数据分析看很不错。但总
觉得缺少了一部分，数据统计应该除了测试和可能性分析，还需要对比推理方面的应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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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很适合我的统计学入门书本。研究生的专业是数据挖掘，常常要用到一些统计的知识，
但是由于当时急功近利的不求甚解，只求知道怎么用，不想深究为何用，以至于在这个崇尚大数据的
时代，让我不能长时间地深入地全面地忽悠他人。哎，黑发不知勤学早，信口方悔读书迟！买这本书
是因为专业相关，而且封面很符合我的口味。翻开一读，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这个新世界首
先很有趣。作者的行文风格属于生活轻幽默（突然想到的一个词）。近年来我已经很少被作家们逗笑
了，不知道是见多识广还是麻木不仁，总觉得他们做作刻意。但是本书作者的文字风格确实很逗，常
常让我忍俊不禁，也是让我不住读下去的动力所在。这个新世界也不难懂。实例丰富、简单，而且引
人入胜，通过实例能够很好的理解统计学的概念，然后又通过更好的实例讲解公式原理。这种方法让
我很受用，起码我现在很清楚标准差和标准误差之间的区别，当然还有前一段很困扰我的置信区间。
甚至还让我解决了我写论文时候存在的一些疑惑（当然这些疑惑没有在论文中体现）。有一种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豁然开朗感觉。这个新世界也很广阔。我看这本书的同时，旁边放着一
本统计学的专业书籍。每次看到统计学的只是概念，我感兴趣的，就去翻一翻专业书对应的章节，由
于作者讲的简单易懂，勾起我的求知欲，让我意犹未尽，于是就要在专业书中把遗憾补回来，读完这
本书，专业书竟然也看了不少，惊讶之余，暗暗得意，以后夸夸其谈有资本了。遇到这本书，是早就
期盼而始终未得的，看完后莫名满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阅读本书，是为了更好掌握“大数据”基础。没想到，作者稍微提及下大数据的划时代好处后，
就自顾自的讲起了统计学的使命。我则感觉被乞丐推销《如来神掌》，明明感觉没意义，却舍不得离
开。别的不说，能把枯燥的知识讲的如此天花乱坠，作者好有一套！质量上，因为是中信出版社，天
然有好感。不过书中涉及的公式因为印刷问题确实不太标准，好在都是浅知识，上学时基本都学过。
而相比副标题的“数字之美”，我更相信是作者的“有趣语言”吸引我。对了，稍微介绍下作者：正
常来说，你绝对猜不到他的年纪。语气上看，更是关注当下流行文化（古墓丽影等动作大片的场面描
写恢弘异常），略自负（本书实际上向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畅销书《统计数字会撒谎》致敬，作者也
期望本书能经典50年）。我确信他能达到，因为作为科普入门类，本书优势实在太大了！对了，若不
是作者说它1988年去了趟苏联，我还以为他刚三十而立呢~这个1966年生人的有趣的骗纸！—————
———————————谈谈武器发展史：我相信目的动机论。每个人都渴望自身价值的体现，于是
开始拼搏，进步，乃至夺去，独权。当然，这是战争产生的必然。而本书中，“统计学”就是作者手
中武器，天方夜谭般的案例就是诱饵。外加循循善诱的劝导。可以预见，大片读者将沦陷在有趣的统
计学里不能自拔。读过本书，我确信将来会用统计学让生活更舒适真实，你们也一样~那些有趣的故
事：初中第一堂政治课，老师提问了3个谜题，并宣布毕业时公布答案。实际上，我早忘记谜面了。
类似的，作者在书的开篇就提问许多有趣问题。你该买彩票么？为何商城比家人更早知道你怀孕？哪
些人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家里电视的多少会影响学习成绩？随即，作者标注了这些答案所在的章节
，没错，想知道的话只能继续阅读。而当你被通篇公式折腾的发狂时，作者又俏皮来了句“假如你没
冲动的把书扔到角落，或者又走过去把书捡回来。你会发现....”没错，我继续读下去了，也确实发
现...会撒谎的统计学：作为一个能让大众明白的学科，统计学对外必须是简单且有说服力的。但影响
统计学的因素很多，除了比较大众的说法，还有更多“小技巧”让发布规则的人更加获益。好在书中
彻底说明这种骗局是如何瞒过我们的理智勾起欲望的，不过，面对诱惑，我猜自己会再次沦陷。这才
是有趣的世界。当然，互联网让统计更加便捷外，有些古老的要素也需要被证实。譬如，连续观察药
物对人类的持久影响，就需要常年统计特定人群的身体状况。此外，也有许多更高深的概念等我们掌
握。但从“入门级”来看，本书的吸引力搓搓有余~
3、不是认为这本书有多不好，只是远远没有心理期待的那么多。首先，不否认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
，举了挺多生动的例子。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作者摆弄了半天，讲的还是那么点事情，确实浅显。
把这么浅显的道理讲的通俗易懂，并不是难事吧？读了整本书对统计学并没有更深的理解，最多只是
稍微概念化了一点，如果去读一段统计学的定义和标准差方差等等计算，远远比这本来的更简洁。唯
一收获就是 这本书内关于数字会撒谎这部分内容，不同的说法基于不同的立场。（但是，这不是我读
这本书的重点啊。。。）除此无他。
4、比如以州考成绩为主要依据的高中排名，排在前几位的都是一些选择性招生的学校。进入这些高
中必须提出申请，其中很小一部分人（州考成绩优秀的）能入学。这一逻辑就像是给篮球队颁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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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篮球队在促进队员长高方面贡献卓著。不同学生的背景、能力不同，他们的考试成绩哪些是因为自
身的原因，哪些是因为学校和老师，又或兼而有之？在
5、本书适合作为高中生的科普读物。倒是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统计学的基本特征与作用，能够勾起学
生们学习统计学的兴趣。本书不适于专业人士。不过看这本书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
倒是别有所得。关于书中所说的偏见与采样误差， 最近倒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可以作为佐证。前段
时间，被老婆逼着一起看了《小时代》。看完不禁大倒胃口，什么烂片，无情节，脑残逻辑，一堆所
谓的帅哥靓妹在各种名牌的包装下，搔首弄姿以掩盖其空洞的大脑。后来跟朋友们吐槽，凡是看过的
大多也是同样的评价。于是，我很诧异，这样的烂片，凭什么能有5亿的票房呢？直到前一阵跟一位
做影视剧发行的朋友聊天，才恍然大悟。当时，我把我的疑惑向她提了出来。她给我的答案很犀利：
这部片子本来就不是拍给我们这些人看的，其目标群体很明确，就是那些还在崇拜名牌、帅哥靓妹，
对爱情、友情充满了憧憬的初中生、高中生、部分大学生看的。我们这些人觉得烂，不代表他们那个
群体不喜欢。原来，我所询问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与我有同样的价值观，差不多的年纪，所以大家对
影片的观点也偏于一致。我的询问对象中，还真没有她所说的那些观众群体。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
犯了选择性的采样偏差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事实上，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在这个市场中存在的时间
够长，经验够丰富，当然是件好事。但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往往会下降。13年投资业绩最好的那批人
，很多都是玩游戏的80后。也许在投资的生涯中，扩大自己的调研年龄层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多问
问新东西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多尝试些新玩意儿对投资真的很有帮助。帮助自己克服各种偏见，能
够更加端正地去看待很多问题。
6、稍微对本书一些在意的地方做个总结。一、数据与偏见1.选择性偏见。样本选择存在偏见。2.发表
性偏见。肯定性的研究发现比否定性的研究发现更容易被发表。3.记忆性偏见。记忆会“由果推因”
，没有记忆性偏见是纵向研究优于横向研究的原因之一。4.幸存者偏见。让表现差的退场。5.健康用户
偏见。用户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本身更关注健康。二、中心极限定理中心极限定理的核心要义是
：一个大型样本的正确抽样与其所代表的群体存在相似关系。虽然每个样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单任
一样本与整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概率是较低的。应用场景：1.如果我们掌握了某个群体的具体信息
，就可以推理出从这个群体中正确抽取的随机样本的情况。2.如果我们掌握了某个正确抽取的样本的
具体信息（平均数和标准差），就能对其所代表的群体做出令人惊讶的精确推理。3.如果我们掌握了
某个样本数据，以及某个群体的数据，就能推理出该样本是否就是该群体的样本之一。4.如果我们已
知两个样本的基本特征，就能推理出这两个样本是否去自同一群体。三、假阳性与假阴性零假设为“
阴性”。1.如果检测结果推翻了零假设，而事实上并没有患病，那么即是“假阳性”，犯假阳性错误
的概率即犯第一类错误（去真）的概率。2.如果检测结果没有推翻零假设，而事实上患病，那么及时
“假阴性”，犯假阴性错误的概率即犯第二类错误（取伪）的概率。四、回归分析错误1.用回归方程
来分析非线性关系。2.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回归分析只能证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仅
凭数据无法证明其中一个变量变化就一定能导致另一个变量也发生变化。3.变量A与变量B的因果倒置
。不应该使用受结果影响的解释变量。4.变量遗漏偏差。解释变量A可能会“覆盖”解释变量B，内生
性。5.高度相关的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解释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
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6.脱离数据进行推断。7.数据矿。变量过多，如果取显著性水平0.05，
那么每20个变量就可能出现一个假显著性。五、项目评估与“反现实”—对照组即是“反现实”1.随
即控制实验。安排实验组和对照组。2.自然实验。3.非对等对照组实验。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一些
难以察觉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小组成员的分配和组成，从而产生和现实有偏差的结论，这就是”
非对等对照“，可以这样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为”进入名牌大学学习的同学“，对照组为”
凭才华和实力可以进入名牌大学却选择去竞争没那么激烈的高校的同学“。4.差分类差分实验。首先
，对某个群体接受某项介入因素或治疗之前和之后的数据进行比较，其次，将这些数据与另一个没有
推出就业政策的同类组同样的指标进行比较。重要的是，用于分析的两个对象除了是否有介入因素之
外，其他方面的情况基本相似，因此若两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则可以认为是所评估的项目或政
策的效果。5.不连续分析实验。将那些刚好符合介入或治疗条件的对象，以及以毫厘之差错失治疗机
会的对象进行比较，即取两个群体的边界值。
7、昨天终于把书读完了，总的来说内容不错，翻译的也可以，毕竟是一本统计学的科普读物。觉得
书的最大闪光点是把以前学的概率等统计知识与具体案例联系在一起，能够更深入的理解统计学的意
义、算法和用途，能够加深对概率、相关性、极限定理、回归分析这些之前半懂不懂的知识的认识。

Page 8



《赤裸裸的统计学》

统计学的用途就是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天成功预测了老板查岗的时间，哈哈！
8、0p�安德烈斯：用数据说谎容易，但是用数据说出真相却很难。3p�无论什么问题，统计学都极少提
供唯一“正确”方法。但是，基尼系数确实以一种便捷易懂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社会现象的
一些宝贵信息。8p�统计学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使用手中已有的数据进行合理推测，以回答我们还未掌
握所有信息的“大”问题。简言之，我们能够使用“已知世界”的数据来对“未知世界”进行推断
。8p�统计学存在的意义就是简化，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些内容和细节，任何一个数字工作者对此
都要心知肚明。过分依赖会带来误导性的结论或导致不良行为。11p�概率就像是武器库里的一件武器
，需要使用者有较强的判断力。当然，有时候判断和赚断的界限就是那么模糊。15p�战争是为了与真
实存在的敌人作战，而不是与假想敌作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学习的意义不是做题和炫耀，而
是用来认清我们的生活。23p�数据越多，事实越模糊。信息过量的表格其实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们。因此，我们需要简化。59p�百分率不会说谎，但它们会夸大其辞。62p�虽然“你无法管理你无法衡
量的事物”，但你最好要保证你所衡量的，正是你努力想去管理的。62p�学生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
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64p�提供有意义的信息与将这些信息浓缩成一个权威排名完全
是两码事。在某些时候，统计学的功能仅仅是让数据看上去更顺眼。68p�利昂·波特斯坦：人们喜欢
看到简单的答案。什么是最好的？当然是第一名。111p�蒙提·霍尔悖论告诉我们，对概率的本能理解
有时候会将我们引入歧途。117p�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并不像抛硬币那么容易预测，VaR这样的模型所
呈现出的“伪精准”会给投资者带来虚幻的安全感。117p�失准的速度表对司机来说比没有车速表更危
险：对于失准的测速表的信任或“参考”会忽略其他提示车速的不安全信息；但如果车里压根儿就没
有车速表，你反而会小心地注意四周，寻找能够告诉你车辆当前行使速度的参照物。134p�绝大多数的
统计学书籍都想当然地以为读者使用的都是好数据，就像每一本烹饪食谱都觉得你不会购买不新鲜的
肉和腐烂的蔬菜一样。但是，如果基础数据本身就有问题，那么再缜密严谨的分析也是徒劳。136p�从
直觉出发。就像从一锅汤舀出一勺进行品尝，如果之前搅拌得充分均匀，那么这小小的一勺汤足以告
诉你整锅汤的味道了。144p�发表性偏见：无论在医学还是其他领域，否定性的发现都显得单调乏味
。150p�如果把统计学比作侦探工作，那么数据就是线索。优质的数据就是好的线索，但首先我们必须
熟悉到优质数据，而这要比看上去困难得多。218p�并不是那些“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的压力置你
于死地，而是那种等着上司给你布置任务，但自己又没有权力决定怎么完成、何时完成这些任务的压
力把人压垮了。换言之，高官们所承受的风险远远小于其秘书，因为这些助理对自己的工作任务“缺
乏控制力”。218p�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对某个具体变量与特定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
量化。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保持其他变量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将某个变量的效果分离出来。239p�样
本越小，结果就越分散。246p�不要用你的研究杀人。292p�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每一样东
西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但每一样东西如果被滥用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9、《赤裸裸的统计学》阅读心得1.�统计学是怎么预测事情的？这件事和那件事相关，我们就可以统计
这件事预测那件事。2.�当我们都无法解释原因的时候，统计学是怎么找到真正原因的？通过统计的数
据规律发现结果，从结果中倒回来找原因。知道结果找原因要比什么都不知道找原因要快得多，因为
我们天生喜欢给结果找原因，有动力又有方向。3.�平均数是怎么骗我们的？因为受到了强大“异常值
”的影响，强烈拉高或拉低了平均值。解决方法是同时看中位数和平均数，“中间位置”往往具有“
集中趋势”。二者差距异常必然有问题。4.�百分数（相对数）是怎么骗我们的？百分数必须考虑基数
大不大，基数太小会显得提升/降低的百分数很惊人，基数太大会显得提升/降低的百分数很平常。我
们要看的不是增长了多惊人的百分比，而是具体从什么数增长到了什么数。只拿出惊人的或平常的百
分数又不告诉你基数的，也许在忽悠你。5.�中位数是怎么骗我们的？与平均数相比，中位数没有考虑
强大“异常值”的影响，也许你就是偏向强大“异常值”呢，这种情况中位数就反映不出你的信息。
解决方法是同时看中位数和平均数，二者差距异常则想想强大“异常值”。有人只拿出中位数或平均
数一个给你看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6.�与金钱有关的数据（票房数据增长、福利数据增长和最低工资
数据增长）是怎么骗我们的？与钱有关的都要考虑一个重要问题——通货膨胀的影响。考虑了通货膨
胀调整的实际数据和没有调整的名义数据差距非常大。给你的钱多了别高兴，也许购买力还下降了
。7.�机构排名是怎么骗我们的？有些统计项目没有意义（比如优秀学生统计，有些学校只招优秀学生
）或者有意义却难以统计（比如高校排名的“学术荣誉”），导致机构排名不合理，可能排名靠后的
机构反而让你以较小成本获得较大收益。8.�“盲品测试”为什么风险不大？所谓“盲品测试”是摆出
相似产品（比如两种品牌啤酒），让某一品牌忠实客户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测试自己喜欢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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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测试风险不大，因为大部分客户其实很难分辨两种产品的细微差别，结果就是抛硬币50%的概率
。而商家只要表示另一品牌忠实客户有近50%喜欢自己的就达到营销目的了。9.�为什么赌场永远是最
终的赢家？博彩业的每一种玩法规则定下来，概率就定了下来，定下的概率对赌场有利，长远来看赌
场就是最终的赢家。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多的次数，概率总是最终的赢家。（同样，保险公司也会是最
终的赢家）10.�有人找我们玩“游戏”，该不该冒险？面对不确定，看期望值。把每一种可能与其对应
的概率相乘并把所有结果相加汇总，得出玩这个“游戏”的期望值。付出的成本小于这个期望值就玩
，大于就不玩。次数越多，结果越趋向于期望值。（推荐学习一下决策树形图）11.�统计学本身存在什
么偏差？不负责任的数据使用：某些机构的“伪精准”数据、不知道事件之间的联系：有联系的事件
连续发生的概率比独立事件大得多、选择性偏见：调查的对象拥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发表性偏见：给
人们看的都是好的、记忆性偏见：回忆得到的是印象深刻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幸存者偏见：走了一
部分低端值，幸存的高端值拉高了平均值。还有诸多偏见等等。
10、通过生动的故事和生活化的语言，介绍统计学的几种基本方法，让人发现用统计学的观念去看待
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原来是这么有意思，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大数据时代，各种花花绿绿的数据和学
说是否欺骗了我们？或是否作者自己也拿不准就在那里信誓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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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6页

        （第XI页）瑞典数学家、作家安德烈斯的一句话：用数据说谎容易，但是用数据说出真相却很难
。

2、《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43页

        发表性偏见。肯定性的研究发现相比否定性的研究发现来说，更有可能被发表，从而影响我们对
事实真相的判断。假设你刚刚完成了一项严谨的纵向研究，得出玩电子游戏不能预防结肠癌的结论⋯
⋯
没有一本杂志会发表你的研究成果，原因有二。首先，玩电子游戏和患直肠(p.144)癌之间在科学上并
不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因此你开展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并不明确。其次，也是本节重点要讲的，
一个为“某因素不能预防癌症”的事实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毕竟有太多的因素都不能预防
癌症。⋯⋯
而这种发表性偏见将会导致研究结果的扭曲。假设你的研究生班的一个同学开始了一项不同的纵向研
究，她发现每天花很多时间玩电子游戏的人患上直肠癌的概率确实低，这样的结论就有趣多了！只有
这类发现才能吸引眼球，容易受到医学杂志、大众媒体、博客以及电子游戏厂商⋯⋯的关注。
对于统计学来说，巧合的存在决定了异常事情的发生⋯⋯在100项完成的研究中，就有可能存在一项结
论完全不值得信赖的情况，比如玩电游可以降低患直肠癌的风险这样的结论。但⋯⋯99项证明电游和
直肠癌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的研究成果由于枯燥无趣，将不会得到发表；但剩下的那一项声称寻找到
二者之间联系的论文会引起注意并最终得到发表，仅仅因为这样的结论是有趣的。偏见的来源并不是
研究本身，而是那些能够接触到大众读者的信息载体，于是阅读科学杂志的人会读到这篇关于电子游
戏和癌症的文章，在他们的眼里关于这个话题只有一项研究，而且这项研究证实玩电子游戏的确和癌
症有关，事实上，有99%的研究证明二者并不存在联系。
（p.145）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今的医学杂志要求所有研究在刚开始时通过项目注册的方式予以告知
，否则将取消其出版的资格，杂志编辑可以借此得出某项研究的肯定和否定结论的比例。

3、《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综合笔记

        数据说谎之偏见

1、选择性偏见

某年，总统选举时民意调查机构通过电话调查得到数据，殊不知该年拥有家庭电话的都是富裕家庭，
数据自然要造成偏差。

2、发表性偏见

为数据发表而篡改数据。

如今医学杂志要求所有研究在刚开始时通过注册项目予以告知，借此可以得到肯定和否定的比例，借
以判断真假。

3、记忆性偏见

乳腺癌患者在回忆饮食习惯时，会倾向于夸大高脂肪饮食的摄入。她们不断回忆过去，想从中寻找到
患病原因，然后再将原因植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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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统计学》

4、幸存者偏见

成绩差的学生会逐渐辍学，导致学校内平均成绩上升，但其实教学质量并未有任何改善。

5、健康人偏见

会定期服用维生素的人更健康，因为本来会服用维生素的人就是更关心和在意健康的人。

分离样本测试：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问法用在不同的样本人群里，以便判断用词上的小变化会否影响
回答者的答案。

为避免受访者言不由衷，可以采用迂回的提问方式，如：你身边有认识的人持有这种观点吗？

拥有警察最多的地方通常是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是警察导致犯罪率，或警察对犯罪药石
无效。

4、《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45页

        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学”。

5、《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46页

        用回归方程式来分析非线性关系
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
因果倒置
变量遗漏偏差[遗漏了重要变量]
高度相关的解释变量（多元共线性）
脱离数据进行推断[超出数据适用范围]
数据矿（变量过多）

6、《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52页

        数据本身并没有撒谎，只是有些数据没有发出声音罢了。

7、《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59页

        4. 中心极限定理告诉我们，⋯⋯样本平均值会在群体平均值周围呈现一个正态分布⋯⋯有68%
【68.2%】的数值位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范围之内，95%【95.4%】的数值在平均值两个标准差范围
内，【99.7%的数值在平均值三个标准差范围内】以此类推。
5. 不论所研究的群体是怎样分布的，上述结论始终都是成立的。就算样本所在的群体不是正态分布，
也不影响其样本平均值的正态分布形态。
⋯⋯
（p.167）要引起注意的是，为了能够让中心极限定理成立，样本数量必须足够多（依照经验法则，至
少有30个）。
⋯⋯
（p.168）如果出现了某个概率较低的结果，我们便可以推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因素介入，而且概率越
低，其他因素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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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上囊括了统计推断的所有内容，而中心极限定理是让这一切发生的重要推动力。

8、《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46页

                        

9、《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88页

        【I型错误=假阳性】如果我们用于推翻零假设的举证责任定得过于宽松（例如0.1），那么我们就
（p.189）会经常处于推翻零假设的状态。而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零假设是正确的。这就是统计分析中
肯定或否定假设前提的I型错误。⋯⋯I型错误表示错误地推翻了一个零假设⋯⋯我们也称之为“假阳
性”。⋯⋯
【II型错误=假阴性】⋯⋯推翻零假设的门槛越高，我们推翻零假设的可能性就越小，以至于很多应该
被推翻的零假设“逃过一劫”。⋯⋯（p.190）这就是统计学上的II型错误，又称为“假阴性”。
哪种错误更加严重？这要依情况而定。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意识到宽松和严格之间的权衡 妥协。

10、《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09页

        （p.107）“蒙提 霍尔悖论”是一个著名的概率难题。1963年美国开播的电视游戏节目《让我们做
个交易》⋯⋯每一期节目播到最后，总会有一个参赛者脱颖而出，站在主持人蒙提 霍尔旁边，在他们
的眼前有3扇巨大的门，编号分别为1、2、3。⋯⋯
⋯⋯2008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约翰 泰拿尼专门就“蒙提 霍尔现象”写了一篇文章。随后这份报
纸还在网站上开辟了一个互动专题，读者可以亲身体验这个游戏，包括提示你是否要改变选择，游戏
的最后甚至还有可爱的小羊和小轿车从门后跳出来揭晓答案。这个游戏会记录下你改变和坚持最初选
择的成功率，你可以试一下。
【网站互动专题】

11、《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232页

        [（p.161）密歇根大学主持了一项名为“变化的一生”的纵向研究，对几千名美国成人的各项指标
进行了监测，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体重。]
教育与体重呈现负相关关系。在“变化的一生”项目的所有研究对象中，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体
重就相应减少1.3磅。
接受政府食物补助的个人要比其他人重。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接受补助的人要比其他研究
对象平均重5.6磅。
种族变量是其中最有趣的变量。就算将上述所有因素[身高、年龄、性别、运动等]都控制起来，种族
因素依然对体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变化的一生”参与者中非西班牙裔成年黑人要比其他人平均
重10磅。

12、《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228页

        当回归系数至少是标准误差的两倍或以上的时候，该系数极有可能具有统计学意义。

13、《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93页

                        

14、《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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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暴露了回归分析的一个局限所在。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来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强烈联系
，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存在着这样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无法确定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
⋯。在恐怖主义的例子中，克鲁格教授[在《恐怖分子从何而来？》书中]推测，由于恐怖分子的行动
一般都带有政治目的，所以只有受过高等教育和家庭殷实的人才有最大的动力去改变社会，这些人尤
其忍受不了某些政府部门对自由的压制，从而走向恐怖主义。根据克鲁格教授的研究，在其他因素相
同的前提下，恐怖活动频繁出现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实行高压政策的国家。

15、《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45页

        记忆性偏见。回忆确实很神奇，但并不是优质数据的可靠来源。我们总是认为现在和过去是有逻
辑联系的⋯⋯当我们试图解释当前一些特别好或特别坏的结果时，我们的记忆便会出现“系统脆弱”
的尴尬。1993年，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关于饮食习惯和癌症关系的研究⋯⋯（p.146）
《纽约时报》是如此形容这一记忆偏见的“阴险本质”的：
一纸乳腺癌的诊断书不仅改变了一个女性的现在和未来，还改变了她的过去。⋯⋯不断地回忆过去想
要从中找到一个患病原因，然后再将这个原因植入记忆。

没有记忆性偏见是纵向研究优于横向研究的一个方面。

16、《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76页

        我们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

17、《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38页

        10、25、50、75、90分位数来描述有偏分布

18、《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161页

        出色的研究者⋯⋯能够找到有创意的方式来控制变量，使得对照实验能够进行下去。在对某项疗
法或某种介入手段进行测量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些类似于标尺的东西来提供参照。⋯⋯聪明的研究者
就能找到有创意的方式来测量某种疗法或介入手段的影响，也就是在现实与“反现实”（在介入手段
缺失的前提下所发生的结果）之间搭建比较的桥梁。
【方法】
随机控制实验[警觉试验]
自然实验
非对等对照实验
差分类差分实验[首先对某个群体接受某项介入因素或治疗之前或之后的数据进行比较，其次将这些数
据与另一个没有接受该介入因素的群体的同期数据进行比较]
不连续分析实验[将那些刚好符合介入或治疗条件的对象，以及以毫厘之差错失治疗机会的对象进行比
较]

19、《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52页

        （对于小布什政府对其减税政策的说法）《纽约时报》评价说：“数据本身并没有撒谎，只不过
有些数据没有发出声音罢了。”

20、《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第97页

        你应该时刻谨记为那些你无法轻松承受的意外上保险，而其他情况就不要浪费钱了，这是个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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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的核心原则之一。

21、《赤裸裸的统计学》的笔记-引言

        我天生就很排斥数学。我对数字本身没有任何好感，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毫无用处的骗人公式也
没有什么好印象。我尤其不喜欢高中的微积分课，原因很简单，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学习这门
课的意义是什么——有谁会在乎抛物线下方的区域代表什么？
。。。有趣的是，尽管物理课也需要进行像微积分课那样令人厌烦的演算，但我在高中时却十分喜欢
物理课。这又是为什么？因为物理课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上大学之后，我彻底沉醉于概率学中，因为它同样为我在洞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有趣场景提供了解释
。回想过往，我意识到让我痛恨微积分课的不是数学，而是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要告诉我数学的意义是
什么。如果你没有被“高雅”的公式本身所吸引——反正我是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高雅”的——
那么，你面对的只会是繁冗而机械的公式，至少我的老师当初就是这样把它们教给我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与统计学结了缘。我爱统计学。

Page 15



《赤裸裸的统计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6


